
 

2008年4月1日 

 

首页 | 分院简介 | 机构设置 | 新闻中心 | 院地合作 | 科研成果 | 院士风采 | 基层党建 | 人事监审 | English  

 

      

缓释/控释（长效）肥料研究与产业化（沈阳应用生态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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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释/控释（长效）肥料研究与产业化 

  

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缓释/控释（长效）肥料的研究始于60年

代，当时主要从事土壤农业化学和土壤酶学基础工作；80年代初将

多年基础研究的成果――脲酶抑制剂与硝化抑制剂应用于化肥工业生

产，先后研制开发出长效尿素、长效碳铵、长效复合肥添加剂、氮

肥增效剂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，代表国际发展方向的肥料产品。缓

释/控释（长效）肥料的研究历时30多年，三代科学家潜心工作，不

断追求，发扬团队精神，经过不懈努力，从土壤农业化学、土壤酶

学等基础学科出发，与化学化工、机械等多学科渗透、交叉，互

补，提升了我国新型肥料生产和使用水平，开创了缓释/控释（长

效）肥料产业化先河。为世界肥料发展做出了贡献。曾获得国家科

技进步二等奖，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及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

多项奖励。  

  

我国是化肥生产和使用大国，农业专家在分析农业发展各种影响因

素时指出：“20世纪全世界作物产量增加一半来自化肥”。我国全国化

肥试验网的大量试验数据表明：我国粮食总产中的35－40％的产量是由

于施用化肥而获得的。尽管化肥在我国粮食增产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作

用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。 

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，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需求与

日俱增。因此，对化肥的需求量仍保持增长势头。农业生产中化肥投入

大，利用率低，每年施用土壤中的氮肥只有30－35％被作物吸收利用，

余者则大量释放到大气中和淋溶到土壤中，这不仅仅造成资源极大浪

费，而且是大气和地下水体的污染源之一，是影响化肥工业生产和农业

发展的制约因素。 

国际上缓释/控释（长效）肥料的生产技术基本通过物理方法、化学

方法、生物化学方法等三种主要途径来完成。化学方法合成新的缓溶性



化合物，成本高，肥效不易调控；物理方法在提高肥效，延长肥效期等

方面具有明显优势，但其成本往往是普通尿素的数倍、十数倍甚至数十

倍，在国外局限于使用在室内观赏植物、园艺作物或高尔夫球场等，在

国内由于价格因素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，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针对我国

化肥生产和使用中存在的投入大，肥效期短，利用率低，并成为大气和

地下水体污染源之一等重大问题，在多年从事土壤农业化学、土壤酶学

研究的基础上，确定了生物化学途径控制氮素逃逸的基本思路和研究路

线。在众多具有抑制作用的物质中，筛选所需要的抑制剂，并应用到工

业生产中去。 

采取的措施和技术设计： 

1、进行酶活抑制剂与硝化抑制的筛选工作，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验，

确定了酶活性抑制剂与硝化抑制剂。 

2、筛选出理想的抑制剂之后便是选择抑制剂的最佳范围，设计不同

配方方案进行试验，并进行不同作物盆栽和小区试验，通过大量的、反

复的试验确定用量和配方。 

3、将已试验成功的抑制剂以及最佳用量和配方用到化肥的工业生产

的过程中去。改变化肥生产原有工艺，确定新的工艺，抑制剂在工艺过

程那个环节加进最好，既不改变其性质，又能发挥其最好作用。确定新

的工艺之后，进行设备改造和选型，安装和调试。 

4、试生产，新定型工艺和重新安装，调试设备是否可用、可行，就

要看试生产，是否能生产出合格新产品。经过多次、反复试验，生产出

新产品，经检测各种指标合乎标准，试生产成功。 

5、农业试验和示范，在全国不同土类，不同气候条件，不同品种作

物进行试验、示范、取得经验后，再推广。 

6、工业上向化肥厂推广生产技术；在农业上推广新型肥料施用技

术。 

缓释/控释（长效）肥料主要技术特点，肥效期延至120天，利用率

提高到45％，增产幅度平均15％以上，工艺简单，物理性状好；降低环

境污染，节肥省工。 

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制、开发的系列缓释/控释（长效）肥料——

长效尿素1985年通过国家经委、中国科学院联合主持的鉴定。长效系列

化肥另一新型品种－－长效碳铵1994年通过化工部、中国科学院联合主

持的鉴定，也正是90年代中期国外少数发达国缓释、控释肥料才开始兴

起的时间。长效复合肥1999年通过省级鉴定。至此，缓释/控释（长

效）肥料作为新型品种已形成系列化。 

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制开发的长效系列化肥，得到社会广泛重

视，国家六部委给予大力支持，被列为国家重点推广项目，国务院领导



不止一次批示，要求大力推广。长效尿素生产技术已被8个尿素厂应

用，农业推广面积1000多万亩；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，长效碳铵生

产技术在60多家小氮肥厂推广应用，农业推广面积达3000万亩，先后获

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，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。长效复合肥生产技

术在10多家复合肥厂生产，农业推广面积1000万亩，获国家优秀专利

奖，缓释/控释（长效）肥料在工业、农业推广中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

和明显的社会效益。 

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积极利用在缓释、控释肥料领域的学科和技术

优势寻求与社会生产要素相结合，优势互补，强强联合，使这些技术成

果得以迅速发展，已得到科技部、经贸委、财政部、农业部、中科院等

部委的支持，在全国10几个省大力推广应用，大大推进了产业化进程。

新近承担的国家“863”项目所开发的缓释尿素中试生产，选在国有大一

型企业辽宁华锦集团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锦天化），2003年

初课题组与锦天化技术人员对缓释尿素的生产工艺进行了联合攻关，攻

关小组对改造的可行性、改造途径以及改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实际困难

和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，最后确定了可行的改造方案，于2003年3月

对生产工艺进行了改造并中试生产200吨缓释尿素。中试生产后，分别

在辽、吉、黑三省9市23个县（区）的玉米、水稻、大豆、花生等作物

上42个试验点进行了大面积试验示范，示范面积600公顷。2003年8－10

月，锦天化会同沈阳生态所有关专家先后两次对所有示范点进行了实地

调查和验收，与普通尿素相比，施用缓释尿素农作物平均增产8%左右，

其中20个玉米试验点中增产10%以上的有16个点，5个大豆试验点平均增

产达12%。 

中试产品的示范结果是对小试结果的进一步验证，使得合作企业锦

天化对中试产品的产业化生产充满了信心。企业领导层及技术人员认为

该项技术已十分成熟，可以进行产业化生产，并就技术转让问题进行了

多次磋商。2003年10月24日，沈阳生态所与锦天化签订了“缓释尿素”

技术转让合同。至此，该项技术的成功转让标志着缓释肥料由研制阶段

步入产业化生产阶段。 

技术转让后，产业化生产又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技术难题：产品质

量的在线检测。由于国内外尚缺乏有关缓释尿素的检验标准及检测方

法，产品的检测自然就成为阻碍产业化进程的一个技术难题。针对这一

实际问题，课题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，并求助于辽宁省有关理化测

试单位，但在检测方法上未取得理想的结果。“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

花明又一村”，课题组最后确定与大连化物所、大连大学联合攻关，在

历时2个多月后于2004年2月初确定了检验方法，制订了缓释尿素在线检

测的企业标准，顺利通过质量技术部门组织的鉴定。 



2004年2月22日，缓释尿素在锦天化正式投产，计划年底达产5万

吨，截止3月底已生产2万吨并销售一空。据来自生产一线的消息，每吨

缓释尿素的生产成本仅比普通尿素增加2.8%（42元,每吨普通尿素按

1500元计），大田作物每亩施尿素30千克，仅增加肥料成本1.3元。目

前，企业对产品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，并决定继续与沈阳生态所合作，

使该技术应用于生产大颗粒缓释尿素，并应用于年产100万吨的掺混肥

（BB肥）的生产中。 

回顾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与开发历程，我们深深地体会到，树立科学

的发展观，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，深化对科技创新规律的认识，是科技

创新的基础；面向国家战略需求，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优化科技布

局，凝练和提升科技目标，是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；以创新队伍

建设为核心，注重团队建设，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，在科技创新

工作中应当充分体现“以人为本”的创新理念；开展与大学、企业、地

方的合作与联合，吸纳和整合社会科技创新资源，取人之长，补已之

短，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应发挥学科优势，进行学科间交叉，实现优势互

补。才能把事情做大、做强。 

  

撰稿人：姜  勇  张德生（沈阳应用生态所）

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  版权所有©2006.04 

ICP备案编号：辽ICP备05000863号  

maito:yliu@mail.syb.ac.cn


